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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一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
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
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
演）



新民
主主
义社
会的
五种
经济
成分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个体经
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

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

主要的经济成分

个体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

个体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

主要的
经济成分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和其他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等基本
的阶级力量

中国社会的
阶级构成



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
反动派残余势力的矛盾。

镇
压
反
革
命

1949年10月-1952年底

没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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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
资
本

进
行
土
地
改
革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经济成分及与之
相联系的阶级力
量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主要矛盾

天津偷漏税工商业户 上海偷漏税工商业户 京津沪等9城市有“五毒”行
为的工商业户

82% 99% 76%

1953-1956年，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



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 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接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领导的一面

既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相互对立的对抗
性的一面，又有相互合作、具有相同利益的非对抗
性的一面

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

作为可以接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力量，又是
团结和改造的对象

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
级的矛盾也具有两重性

民族
资产阶级



现实条件：社会主义因素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居于领导地
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比重。

国际条件：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必须适时
地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经过历史的比较，广大
人民群众心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

过渡时期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新民主主义国家？

新民主主义国家？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1949-1952年，山西省忻县有8253家农户出
卖土地和房屋，占总农户的19.55%。

1949-1952年，山西省静乐县五区19个村中
有471户新中农因出卖土地降为贫农，占总农户
的11%。

土地改革后，部分农民因经营不善或天灾人祸等再次沦为赤贫，农村
中开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

1950年浙江省杭县临平区土改工作队
带领农民进行分田

提
出
过
渡
时
期
总
路
线
的
必
然
性

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工业资
本比重

500人以上
工厂比重

手工性质
的工厂

20% 0.1% 80%70%

10人以下
工厂比重

建国初期民族资本的构成状况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工业资本比重小，而
且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依靠它本身的力量无法有力地
推进工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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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分散、脆弱的个体经济，难以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
工业原料迅速增长的需求，无力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
和扩大工业品的市场。

提
出
过
渡
时
期
总
路
线
的
必
然
性

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
们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1944年8月致博古的信》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
进的工业国，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就必须实现社会
主义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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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二中全会 1951年前后 1952年9月 1953年 1954年7月

提出“稳步地由
农业国转变为工业
国，由新民主主义
国家转变为社会主
义国家”的思想

党内大体形成
了先用三个五年
计划搞工业化建
设，再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共识

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提出用10-15年时间
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
过渡问题，而不是10
年后才开始过渡

6月，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正式提出过
渡时期总路线和总
任务。12月，形成
完整表述

七届四中全会
正式批准这条总
路线。9月，全
国一届人大把总
路线写入宪法

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党在过渡时期
总路线的完整
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
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
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

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密结

合，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

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
是主体；“三改”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两者互相促进
、相辅相成。

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提出
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
义社会过渡的问题。

2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
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
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
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无情
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
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
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列宁：《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

列宁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
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转变思想。

2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
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在中
国进一步具体化，形成了中国
化的过渡时期理论，为中国社
会主义改造提供了行动指南。

“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
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
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借以
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
命复辟这些目的。”

——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

2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视频



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什么？二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 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河北王国藩农业生产合作社 河北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

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党不失时
机地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
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平等互利。对于入社的耕牛、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
合理作价、予以补偿的政策

自愿互
利

国家首先把办社积极性较高的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办好一批合作
社，吸引农民自愿走合作化道路

典型示
范

国家通过贷款、兴修水利、供应农机具等方式，为合作社提供物质援助，
帮助合作社克服困难，发展生产

国家帮
助

1 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实行了依靠贫下中农
，团结中农，由限制到逐步消灭富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

1 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

农
业
的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步
骤

互助组 初级社 高级社

生产资料农民
私有 土地入股 生产资料集体

所有

个体经营 统一经营 统一经营

互帮互助
按劳分配
土地分红 按劳分配

1 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供销小组 供销合作社 生产合作社

生产资料个体
私有

部分生产资料
公有

生产资料集体
所有

独立生产统一
供销

一定程度集中
生产

统一经营集体
劳动

自负盈亏 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

1 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
工
业
的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步
骤



典型案例

一个工人的心声与一位农民的心愿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

采取的方式：和平赎买

国家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

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

有制。赎买的具体方式不是由国家支付一

笔巨额补偿资金，而是让资本家在一定年

限内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采取定息制度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
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
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
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
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1953年7月）

采取从低级到高
级的国家资本主
义的过渡形式

第二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私营商业：委托经销、代销

私营工业：委托加工 计划订货 统购包销

初
级
形
式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采取“四
马分肥”的利润分配制度

首先，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其次，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

再次，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国家入股、共同管理、四马分肥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高
级
形
式 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定股定息



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对私营企
业的在职人员采取了“包下来
”的政策，根据“量才录用，
适当照顾”的原则，进行了全
面的人事安排。

青年资本家庆祝公私合营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把资本主义工商
业者改造成为自
食其力的社会主
义劳动者

第三



1955年上海公私合营信大祥绸布店挂牌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全国99%的工业
企业和82%的商业企业实行了全
行业的公私合营，这标志着国家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已基本完成，实现了马克思和
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
平赎买。



荣
毅
仁

典型案例



2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设想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
苏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用的是没收的办法，要把资本家
赶走，最终失败了。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
实行了“和平赎买”政策并取得了成功。造成这两种不同结果的
原因是什么？



坚持社会主义工业
化建设与社会主义
改造同时并举

02

01

03用和平方法进行
改造

采取积极引导、逐步
过渡的方式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正
确
认
识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偏
差
与
失
误

p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追求纯粹的单一
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p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简单化，只注意到集体所
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公有制经济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缺乏认识。

p当时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致使一些遗留问题长期没有
得到解决。



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
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较长时期
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
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面纠正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误和偏差，逐步
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现
在的社会主义改革意味着当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没必要。对此，你怎么看？



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是什么？三



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
的阶级剥削制度

结束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建立

经济上 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理论根据

1.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标志



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我国的人
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政治上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经被清除出中国大陆

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内地被消灭

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

亿万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知识界已经组成为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阶级
关系



阶级
关系

广大劳动人民从此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和
社会的主人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帝国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

地主阶级
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

其他个体劳动者农民阶级



2.理论根据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先于发达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
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机会主义
者

庸俗生产力论

列宁

世界历史发展
的一般性与特
殊性

毛泽东

生产力的大发
展总是在生产
关系改变以后

邓小平

反对庸俗的生
产力论

中国可以搞社
会主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

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
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地促
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１

使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和生产资料的主人

2

鼓励和支持了其他国家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的斗争

3
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
理性，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
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

4

（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